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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于都县“长征渡口”石碑前，
众多游客争相打卡留念，不少研学团队
在此进行红色诵读。

2019年 5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瞻仰中
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察看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地旧址原于都县城东门渡口，
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如今，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已成为人们寻初心、悟初心、守初心的
重要“打卡地”。每天来此参观和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人络绎不绝。

“江西这片红色圣土浸染着无数革
命烈士鲜血，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
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承载着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使命。”5月 14日，在中共
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

“百年辉煌红土地 感恩奋进谱新篇”新
闻发布会上，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如此推
介江西。

江西红色资源“家底”丰厚，老区人
民的生活也越来越红火。

于都河畔探初心

1934年秋，于都河沿岸群众倾尽家
中木材，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架设了 5座
横跨 600 余米宽水面的浮桥，帮助 8.6
万名红军战士渡河。

史料记载，因架设浮桥的木板奇
缺，于都百姓捐出自家门板、床板甚至
棺木，不过几天，就汇集起 800 余条大
小船只和成千上万块木料。

周恩来当时感慨道：“于都人民真
好，苏区人民真亲。”如今，这几个字就
刻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
的石碑上。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历时 4 天，
分别从于都县城东门渡口等 8 个主要
渡口过河，踏上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

今年“五一”假期，5万余名游客慕
名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
趟讲解需一个多小时，每天要讲六七
场，一天下来，该纪念馆副馆长钟敏的
衣服干了湿、湿了干。

最多的一天，钟敏和讲解团接待了
上百个参访团队，“忙得连喝水的时间
都没有”。2019年，该纪念馆游客接待
量第一次突破 100 万人次。纪念馆对
讲解员队伍进行“扩容”，从 8人增至 16
人，还招募了一支 130人的小红星讲解
员队伍。

钟敏是红军后代，讲了 22 年党史
的她发现，妈妈的马灯、一件羊皮袄、一
双绣球草鞋是最让年轻人动容的红色
故事，有的年轻学员听着听着就哭了。

“共产党员的初心、老百姓的鱼水

情都体现在红色故事中了，作为红色场
馆的宣教人员，有责任和义务让更多人
了解这段历史。”钟敏还是长征源宣讲
团和长征源合唱团成员。

2020年 7月，“永远跟党走 阔步新
长征”百场公益宣讲活动启动，长征源
宣讲团成员先后走进于都县校园、乡
镇、社区、军营等地宣讲红色文化。这
支 70 余人的宣讲队伍中，大多数是红
军后代，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志愿宣传，
至今已坚持开展 261场。

“把这段历史讲给更多人听，我们
也是在践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钟敏
说。

“好生活是干出来的”

在于都县梓山镇岗脑村，鳞次栉比
的蔬菜大棚里，藏着郭月华一家的致富

“硒”望。
4月初以来，每天有 1000余斤白玉

霜丝瓜从郭月华承包的大棚运出。用
不了多久，它们就将被摆上湖南人、广
东人的餐桌。

游客品尝后告诉她，“很嫩，很滑，
很好吃”。村里的土壤“硒”含量高，种
出的丝瓜味道更好，营养更高，更能卖
出好价钱。

于都县富含微量元素“硒”的土壤

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35%左右，发展富
硒果蔬有着天然优势。2017 年，梓山
镇通过流转土地，引进省外农业龙头企
业，举全镇之力打造万亩富硒蔬菜产业
基地。

两年前，郭月华还在蔬菜大棚打零
工，按每小时 10元领取报酬，现在她成
了两个蔬菜大棚的管理者。

“丝瓜采摘季，得招七八个人才忙
得过来。”春天种富硒丝瓜，夏天种富硒
辣椒，2020 年郭月华夫妻俩仅种富硒
蔬菜获得的纯收入就有 8 万多元。去
年冬天辣椒收益高，一斤的收购价达到
十几元。

2019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梓山
富硒蔬菜产业园调研，走进郭月华务工
的大棚。“芝麻开花节节高，今后日子会
更好！”总书记的话让郭月华备受鼓舞。

在蔬菜产业园务工的 3年里，郭月
华增加了收入，学到了蔬菜种植技术。
她发现，经过标准化种植的富硒蔬菜，
无论是品质、销量，还是价格，都有保
障，这给了她创业的底气。

“起初农户都是奔着务工去的，慢
慢地发现既掌握了技术，又有利润可
图，就琢磨着承包大棚自己种。”梓山镇
党委书记江文元介绍，利用龙头企业的
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搭建起蔬菜大

棚，待农户掌握种植技术后，再以一定
的租金把大棚返租给农户，“反租倒
包”，可以降低农户经济成本和风险。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于都县富硒
蔬菜产业园内已有 200 余户菜农转变
角色，承包大棚种植。

收入高了，生活有了起色，如今，郭
月华成了岗脑村的致富带头人。她给
家里添置了空调、汽车，还将孙子孙女
送去城里读书，“好生活是干出来的。”

腰包鼓了 干劲足了

从于都县城往东 10余公里就到了
梓山镇潭头村，孙观发的家就在这个有
着 700 多年历史的赣南古村村口。到
访潭头村的游客，几乎都会去孙观发家
坐一坐。

2019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潭
头村看望老区群众，在孙观发家与当地
镇村干部、孙观发一家围坐着拉起了家
常。

这是一个曾很长时间闻不到肉味
的家庭。2007 年，孙观发老伴被诊断
出恶性肿瘤，为了给她治病，家里欠下
近 20 万元外债。但到 2020 年，他家全
年收入 22.2 万元，是 2018 年的 3 倍多。

“这样好的生活做梦都想不到。”他感慨
道。

如今，潭头村有着富硒蔬菜、葡萄、
优质稻等特色主导产业，越来越多的

“孙观发们”不仅享有土地流转和务工
收入，还有合作社分红，日子越过越红
火。

2016年农历小年，习近平总书记冒
着风雪来到井冈山茅坪镇神山村视察
精准扶贫工作，站在黄洋界脚下的这片
红土地上，总书记指出：“在扶贫的路
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
贫困群众。”

“2015年前神山村的人均收入只有
2800元，到 2020年年底，这一数字翻了
10 倍，今年 1 月至 4 月，很多村民的收
入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收入。”茅坪镇
党委书记吴小平说。

卖工艺品的、酿酒的、打糍粑的、经
营民宿的……和过去只知道围着土地
打转不同，最近几年，村民们总能在家
门口找到好营生。

村子的变化显而易见，两米多宽
的进村土路拓宽成了 5 米多宽的柏油
路，大巴车顺着新路载来一批批游客，

“困” 更大的变化在于，“逃山”的
后生回村了。近 5 年，陆续回村的村
民有近 200人。今年，这一数字仍在增
长。

(中国青年报)

初夏时节，正是樱桃成熟之际，
山东平度市云山镇游人如织，客商纷
至沓来。漫山遍野的大樱桃，吸引着
客商，也富裕了村民。

“我们的大樱桃十分抢手！每天
都会接到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订
单，高峰时一天能经手 1 万多斤。”当
地“樱桃经纪人”孙秀林说，现在正是
销售旺季，经常忙得“连口水都没时
间喝”。

云山镇铁岭庄大樱桃交易市场
是胶东地区最大的大樱桃单品交易
市场，占地 80 亩，日交易量最多能达
50万斤。

云山大樱桃缘何如此火爆？云
山镇党委书记王丽介绍，云山镇的气
温、光照、土质都非常适合大樱桃生
长，产出的大樱桃上市早、口感好、品
质高。仅有良好的资源禀赋还不够，
云山大樱桃能够“坐地圈粉”，得益于
当地一系列开拓创新。他们通过推
行高效大棚设施栽培、出台支持政
策、构建产业链扶贫机制等一系列措
施，实现了大樱桃产销两旺、富民增
收。

樱桃树栽进了盆，一盆挨着一盆
密集种植，一簇簇红樱桃缀满枝头，
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更加晶莹剔透，
让人垂涎欲滴。在云山镇南王村樱
桃大棚示范园，村党支部书记何洪礼
玩起“盆栽”樱桃新花样，并引进新技
术使大樱桃亩产提高 2 倍，上市时间
提前 2个月。

“普通大棚一亩地种 55 棵大樱桃
树，我们的能种 1200棵。”何洪礼提到
的这个新技术叫作“一根红”种植法，
每亩 5000 斤的出果量是普通温室大
棚产量的两倍多。

南 王 村 是 大 棚 樱 桃 种 植 专 业
村。为解决传统大棚樱桃种植耗费
人力、财力过多的难题，何洪礼经过
考察引进樱桃智能休眠技术。“与盆
栽+智能休眠技术搭配使用的新技术
大棚，用工量节省一半，2年左右就可
收回成本。”何洪礼说。

为实现高效大棚设施栽培，云山
镇还先后出台土地流转、银企对接等
政策，从土地、技术、资金等方面予以
支持，以“新型经营主体领建标准化
种植园区”为核心举措，实施“园区+
标准化”提升行动，推进大樱桃规模
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形成片区—
产业园—示范园—特色村—重点项

目的一体推进模式。
目前，云山镇大樱桃高效设施栽

培 1.8 万亩，占总面积的 35%以上；还
获 得“ 中 国 大 樱 桃 科 技 示 范 镇 ”称
号。

“有产业乡村发展才有支撑，脱
贫致富才不是空话。”云山镇赵家庄
村党支部书记陈云宝说，“发展樱桃
产业富裕了全村人。”

赵家庄村曾是省级贫困村，与樱
桃种植专业村铁岭庄村相隔不远。
云山镇通过产业扶持让这两个村结
成了帮扶对子，赵家庄村由此发展起
大樱桃种植。“一到樱桃旺季，客商纷

纷来村取货，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让
樱桃卖出好价钱，钱袋子鼓起来了。”
陈云宝说。

他们还以“精准扶贫专项资金+
自筹”的形式，利用 40 亩机动地与 70
万元扶贫资金建成“赵家庄村精准扶
贫产业园”，每年为村集体带来一二
十万元收入。2016 年底，赵家庄村通
过大樱桃等主导产业发展成功脱贫
摘帽。截至去年底，这个仅有 89户的
村庄已发展樱桃种植 600 亩，人均纯
收入 3 万元，实现了从“脱贫”到“小
康”的跨越。

经过多年发展，云山镇大樱桃种

植总规模达 5.1 万亩，拥有种植专业
村 47 个、优质品种 30 余个，年产大樱
桃 3500 万公斤，带动农民增收 10 亿
元，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
业。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我
们正积极推进以大樱桃等为主导的
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产业
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在整个产业链
条建造中融入扶贫元素，从新品种推
广、技术指导、销售、用工等环节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王丽说。

（经济日报）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内丘县侯家庄乡岗底
村苹果生产基地，3500 亩苹果园遍布山坡。进入了
苹果疏果期，家家户户都在果园忙碌。

岗底村民梁山林和老伴吃过早饭，也早早进了
果园，一把果树剪、一架移动梯，一忙就是一整天。

“日子成了歌，唱给咱最亲的人；踏上了小康路，感
谢党的恩……”苹果树下，梁山林一边挥动着手中
的剪刀，嘴里一边哼着小曲儿。

这首歌名叫《我有一支歌》，歌中的原型就是梁
山林。今年 63 岁的梁山林，过去因为家里穷，快四
十岁了还打着光棍。后来，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
国带着现代农业技术，来到岗底村扶贫，专门找到
梁山林家，拉着他一起种果树。

“ 种 好 苹 果 ，有 了 钱 ，盖 房 子 、娶 媳 妇 都 没 问
题。”在李保国的鼓励和手把手指导下，梁山林起早
贪黑，天天泡在果园里。6 亩多果园、400 多棵苹果
树，128 道工序一道不落。悉心管护十多年，梁山林
娶了媳妇、盖了新房、买了轿车。

苹果不仅改变了梁山林的生活，还富了岗底
村。这些年，岗底村从 1984 年人均收入 80 元的穷山
庄，变成如今人均收入 4.5 万元的富裕村。去年秋
天，苹果又红了，梁山林找到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
双牛，“你让人给咱村写了 4 首歌，都好听着呢，啥时
候也唱唱俺？”杨双牛随即答应了下来。于是，以他
的故事为原型创作的《我有一支歌》诞生了。

“一支心中的歌，唱成了圆梦的曲儿……”李保
国教授曾经为岗底村量身定做的 128 道苹果种植工
序，让种植有了标准，果品质量有了保障，岗底人依
靠科技的力量，挑起了“金扁担”，把日子过成了“幸
福歌”。如今，岗底苹果生产基地的“富岗”苹果被
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今年坐果率不低，又是个丰收年！”在岗底村
幺两帕家庭农场里，刚结出的小苹果还顶着花苞，

“一般留中间最大的果儿，其他的都要剪掉。”农场
主杨增林和妻子一边疏果，一边给记者普及疏果知
识。

杨增林的幺两帕农场是岗底村最大的果园，50
亩果园里，种了 1000 多棵苹果树和一些板栗树、桃
树。2007 年之前，杨增林在外打工，“干过很多工
作，钱没挣回多少，心里总是不安稳。”2007 年，杨增
林回村承包果园。

“刚回来不懂技术，拉枝、刻芽、疏花、疏果，不
少环节做不到位，李保国老师手把手教我。”经过不
断学习，杨增林获得了“农业技术助理技师”资质，
妻子霍建平也同村里其他一百多名果农一起，获得
了“果树工”证书，成为种苹果的“职业农民”。

依靠科技的力量，杨增林的果园从头几年果树
小、挂果少，整个果园只能套四五万只袋，逐渐增长
到 现 在 能 套 二 十 万 袋 ，年 收 入 20 多 万 元 。“ 有 村
里‘富岗’品牌的支撑，苹果不愁卖，上山采摘的游
客也越来越多。”杨增林说，“日子忙忙碌碌，咱心里
踏踏实实！”

如今，岗底村正着力推动建设 178 平方公里的
太行山生态大花园，以岗底村所在的内丘县侯家庄
乡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村镇乃至冀中南太行山地
区，建立优质苹果连锁基地，发展区域生态经济，杨
双牛信心十足地说，要让“太行山区的好风景，变成
山区人民的好光景”。

（经济日报）

江西：
红土地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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